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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七月，白山松水绿意盎然，长白山

麓林海叠翠，松花江水碧波穿城。五年前，

如何保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让黑土地永

葆生机的时代考题，激荡在吉林大地的田垄

阡陌间。

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梨

树视察，对黑土地保护和粮食生产等作出重

要指示。总书记指出，“要采取有效措施，保

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你们摸

索出秸秆覆盖的梨树模式值得深入地总结，

然后向更大的面积去推广。”

时光奔涌不歇，奋斗驰而不息。五年来

吉林儿女豪情满怀步履铿锵，以实干为犁、以

创新为刃，在推进新时代吉林振兴、保护好

“耕地中的大熊猫”的征程上勇毅前行，交出

一份满载黑土深情与粮仓底气的吉林答卷。

从黑土到黄壤，“梨树模式”实现
跨域扎根

五年，350万亩。

这个数字背后，是“梨树模式”在黑土地

上的规模化落地。

自总书记视察梨树县，中国农业大学吉

林梨树实验站以“黑土地保护与农业现代

化”为使命，将最初的225亩试验田，裂变为

2025年全县超350万亩、东北四省区超1亿

亩的“梨树模式”版图。更值得瞩目的是，

2021年起，这一模式跨越黑土疆界，挺进西

北、华北。2025年，北京密云区的黄土地首

次印证了它的普适价值。

科技是这场革命的基石。梨树县聚合中

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等顶尖

机构，依托国家重点研发专项，以长期田间实

验攻坚黑土地保护难题。多项核心技术在此

诞生，为可持续农业注入硬核支撑。

万亩示范区网络是另一个支点。孟家岭、

孤家子等乡镇建成4个不同土壤类型的示范

基地，构建“研发基地—示范基地—示范区”三

级辐射网，带动百万亩黑土地增产增效。

协同作战放大规模效应，东北四省区联

盟是关键推手。通过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科

技创新联盟，103个基地在东北落地生根。

技术推广、高产竞赛双轨并行，推动玉米亩

产持续突破。创新农机技术同步跟进——

免耕播种机“单产提升套件”的普及，让千万

农户受益。工作站扎根乡土，保护性耕作理

念深入人心。

从黑土到黄壤，“梨树模式”这五年，证

明了秸秆覆盖与条带休耕的机械化耕作体

系，不仅是黑土地的重生，更是一份耕地保

护的通用方案。

科技深耕、模式创新、全域协作——这

三股力量拧成的绳索，正牢牢系住大国粮仓

的根基。

从“免耕”到“统管”，激活黑土生
产力

在梨树县蔡家镇凤芝家庭农场的机库

里，几台锃亮的农机静静停驻在休整区。“这

可是为‘梨树模式’量身定制的‘金刚钻’！”

负责人刘凤芝笑着拍了拍免耕播种机的机

身。她掰着指头算账：“突突突走一趟，秸秆

归行、条带耕作、精量下种带施肥全搞定！

效率翻倍，每亩还省80元！”作为首批尝鲜

者，她的农机已迭代升级三次。

这些“铁家伙”藏着“梨树模式”的硬核

突破。刘凤芝用的正是梨树自主研发的“明

星产品”——全国首台条旋播种一体机。它

攻克了秸秆覆盖下的播种难题，拿下10余项

专利，让综合机械化率飙至95.6%。

截至2025年5月，450台“铁牛”已耕耘

70万亩土地，化肥利用效率的改善、粮食产量

的稳步上扬与生产成本的有效压降，让农业

生产步入提质增效的良性循环。更牛的是自

走式六行玉米收获机，能精准覆盖窄行秸秆

提升地温。2024年百台新机下地，20万亩农

田见证“梨树模式”全程机械化的飞跃。

创新不只在田间，更在经营模式。梨树

县把百至三百公顷连片土地打包成“生产单

元”，整合金融、保险、粮贸资源，建成45个示

范单元。2万公顷土地平均增产10%，成本压

降5%。还有更省心的“双保全统”托管模式，

“保成本+保产量”，2024年12.9万亩土地交

给合作社托管，农户放心当“甩手掌柜”，现

代化规模种植水到渠成。

专利农机填补国内空白，托管模式化解

种地风险，梨树用五年实践铺就黑土地重生

之路，更让每寸黑土都迸发持续生产力，成

为守护大国粮仓的生动注脚。

从“黑土实践”到“全链规范”，焕
活黑土生机

着眼于黑土地保护与现代农业协同发

展，实验站率先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梨

树模式”标准体系。这套根植于黑土地保护

实践的科学标准体系，填补了保护性耕作领

域的空白。它的诞生与落地，清晰地勾勒出

一条技术规范驱动农业革新的路径。

标准从何而来？中国农业大学联合14

家科研机构、145位专家，更关键的是——让

合作社负责人深度参与标准制定。

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

说：“标准制定可不是关起门来搞学问，得先

想明白给谁用、怎么用。”他坦言，一开始就

认准了一个理儿——必须让咱农民看得懂、

用得上。“你看，专家们带着科学理论来，我

们这些天天泡在地里的合作社负责人，就把

实打实的耕作经验掏出来，两边的智慧往一

块儿融。这么一来，标准既有科学打底子，

又带着咱黑土地的实在劲儿，从根上就把

‘最后一公里’的落地难题给解开了。”

标准有何突破？在生产技术上，它聚焦

于“秸秆还田、条带耕作、免耕播种”这一核

心组合，将其转化为清晰的操作规范。为了

精准落地，配套研发了多功能免耕播种机，

成功将播种深度误差控制在1厘米以内，出

苗率提高了20%。同时，“水肥药精准管理”

系列标准的实施，让化肥农药的利用率提升

了12%。这标志着对传统耕作方式的一次显

著精细化升级。

在经营管理上，配套的《农机手管理规

范》和超过2000人次的严格培训，将农机作

业合格率提升至95%，为100%的机械化覆盖

率提供了坚实保障。 （下转第六版）

守护黑土粮仓 耕出沃野华章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梨树五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陈沫

本报讯 近日，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吉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

门各单位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推动文化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全文如下。

关于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发展文化产业契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进一步推动我省文化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

展，持续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注入动力和活力，助

力文化强省建设，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折不扣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

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部

署要求，牢牢把握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

信，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相统一，坚持改革创新，以深化文化领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高文化产业质量

效益为重点，强化政府统筹、市场主导、科技支撑、

创新驱动、特色引领、协调开放，加快文化产业数

字化转型，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培

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

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到“十五五”期末，文化

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文化

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下转第七版）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实施意见》

推 动 文 化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一组数据，准确地勾勒出我省跨

境电商产业发展的上升势头——

2024年，全省通过海关跨境电商

管理平台进出口达52亿元，是2020年

的5.4倍；今年上半年延续强劲增势，

进出口达35.6亿元，同比增长68.3%，

彰显出上升期的蓬勃活力。

近年来，我省紧跟国际贸易新趋势，

抢抓数字经济新机遇，聚焦壮大外贸新

动能“第一引擎”，打出综试区建设、主体

引育、配套完善、政策服务“组合拳”，推

动跨境电商发展跑出“加速度”。

第五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召开前

夕，记者一行分赴多地，对我省新电商

产业进行了采访，探寻我省跨境电商

产业的“发展密码”。

综试区示范带动 增强引领力

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是打造我

省外贸创新发展高地的重中之重。

省商务厅对外贸易管理处处长刘

晓迪告诉记者，一段时间以来，我省通

过印发实施方案、建立督导调度机制、

召开工作推进会等举措，引导4个综试

区立足资源禀赋，错位发展、联动竞

进。其中，长春市发力“跨境电商+汽

车产业带”，做大汽车及零部件出口；

吉林市瞄准东北亚跨境电商重要节点

城市，加快“一区四园”建设；珲春市深

耕对俄跨境电商出口，成为全国俄向

陆路9610出口最快最优惠通道；延吉

市着力打造面向韩国的全国小语种跨境电商先行地。

综试区建设成效如何？

“建成‘吉品贡’等8个直播基地，培养了超7.8万电商，带动

就业超10万人……”吉林市商务局副局长车永光亮出一串亮眼

数据。据介绍，吉林市跨境电商综试区功能持续得到完善，目前

已全面开通9610、1210等业务模式，吉林化纤、飞虎物流、金地

里里等一大批跨境企业入驻园区开展跨境业务，园区建设有效

地吸引了产业链企业入园集聚发展。

吉林市的成功实践，是我省跨境电商综试区发展建设的一

个缩影。

据刘晓迪介绍，当前，我省依托“珲春e购”“跨境通甄选商

城”及海螺跨境等线上线下平台，积极拓展O2O保税展示新零

售业务，让消费者便捷“买全球”。在商务部新一轮考核评估

中，全省4个综试区全部跻身“成效较好”行列，示范引领作用

持续凸显。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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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1日讯（记者华泰来）今天，第22届长春国际汽车博

览会落下帷幕。展会期间共吸引观众21.7万人次，展览总面积达

17万平方米，汇聚了来自全球的118个品牌1122台展车亮相。

本届展会有力体现了汽车“新四化”趋势，新能源展车达

447台，占展车总数的39.8%。一汽红旗天工系列、奥迪豪华纯

电系列等智能新车型登场，比亚迪在室外精心打造智能化街区，

让参观者亲身感受智能汽车的科技感；金葵花超豪华系列、奔驰

CLA、问界M8、仰望U8L、腾势N9、理想i8、小米YU7等新车、热门

车型备受关注。新增的未来出行展区中，还集中展示了全球首

款量产无辐式氢能两轮车、全能型全地形无辐式自行车、飞行汽

车、无人机应用及低空经济解决方案等尖端成果。

本届展会还举办了多场高规格、权威性的行业交流活动。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2025年中国汽车市场分析报告及未来

展望》；“2025新能源智能汽车新质发展论坛”围绕全球新能源

汽车发展新形势、人工智能与智能驾驶技术突破等核心议题展

开深度对话。

长春汽博会始终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展会期间共接待

十余个国家的近百位工商界人士、汽车领域商协会及企业代表

参观洽谈，成功举办“一带一路”国家商协会长春商洽路演、俄罗

斯汽车经销商协会长春行等多场国际经贸交流活动，进一步拓

展了长春汽车产业的国际“朋友圈”。

长春深厚的汽车文化底蕴在本届展会上得到呈现。展会推

出红旗老爷车展区、世界老爷车展区；由15辆经典车型组成巡

游车队，穿越人民大街等城市地标；举办房车露营沉浸式体验、

短道汽车越野赛、汽车漂移表演等丰富多彩的汽车嘉年华活动，

让观众感受汽车文化的独特魅力。

第22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落幕

盛夏，吉林市丰满区旺起
镇石匣沟景区草木葱茏、碧泉
如玉，宜人的气候吸引各地游
客前来避暑纳凉。
张景峰 本报记者 李姣月 摄

在松辽平原腹地，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正

以制造业为根基、协同发展聚合力，上演着

产业融合的生动实践。

在这里，龙头企业以技术为峰引领方

向，中小企业以配套为脉织密网络，跨界创

新以绿色为魂拓宽维度，三者交织成“硬核

实力+柔性协同+生态活力”的产业生态，让

老工业基地的转型动能在融合中持续迸发。

龙头引领，核心技术夯实都市圈
产业根基

制造业的协同发展，离不开龙头企业的

技术领航。中车长客与中国一汽以尖端技

术构筑起都市圈的“硬核实力”。

中车长客的动车组数字化装配产线，是

智能制造的现实范本。

产线之上，5G与物联网深度融合，每列

车4万多个部件的装配效率提升40%。高级

技师姚智慧手持终端扫描零件二维码后，屏

幕立即弹出三维动画作业指南。“每颗螺丝

都有‘身份证’”的全追溯体系，与国家轨道

客车工程实验室15分贝的半消声室形成完

整技术支撑。

备受关注的CR450动车组，更是技术成

果的集中体现。

450公里/小时的试验速度、22%的运行

阻力降低、10%的减重幅度、4%的客室空间增

量，将“中国速度”与“中国舒适度”推向新高

度。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的成绩单，印证着

技术引领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一汽则在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中

树起标杆。

红旗繁荣厂区的总装车间里，19台工

业机器人完成风挡玻璃全自动装配，30%的

总装自动化率从源头避免传统人工装配的

漏雨隐患。“婚礼工位”52秒完成底盘合装

的技术，创下兼容8种车型共线生产的行业

纪录。

智能化的触角不仅限于生产环节，更在

产业链延伸中勾勒出更广阔的图景。

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王开宇表示，以工厂为核心的30公里新能

源生态圈正在加速成型，从核心零部件到配

套服务，一个高效协同的产业集群正从蓝图

走向现实。

这不仅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中浓

墨重彩的实践，更标志着我省汽车产业从

“单一产业链”的线性发展迈向“大集群”协

同互促的新格局。

配套联动，中小企业织密都市圈
协同网络

龙头企业的技术突破，离不开配套企业

构成的产业“毛细血管”输送养分。

在汽车与轨道装备产业领域，这种协同

效应正通过区位优势的深度释放，在四平、

公主岭等地加速显现。

四平市距长春约100公里，处于长春半

小时经济圈内；公主岭市与长春地域相连、

交通贯通。这种区位优势让两地成为产业

配套的关键支撑，当地企业深耕核心产业

链，推动配套体系向细分领域不断延伸。

位于公主岭市的长春天海电子有限公

司，因紧邻中国一汽生产基地，能快速响应

需求，为一汽红旗、奔腾车型生产高低压线

束。 （下转第七版）

从 龙 头 到 配 套 的 链 上 新 生
——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制造业的融合新脉动

本报记者 曲镜浔 叶爽

数智新时代 电商新价值

开栏语：

为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
推动新电商产业模式创新、业态融
合，持续释放跨境电商新活力新动
能，第五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定于7
月26日、27日在延边举办。本报
今起开设“数智新时代 电商新价
值”专栏，挖掘各地各部门在拓展
跨境电商赛道、助力新电商人才培
育、布局新电商综合服务、推动新
电商企业孵化等方面的经验和做
法，全面反映我省新电商产业发展
亮点成效，为第五届中国新电商大
会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